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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中期選

舉尚有5日便舉行，除了各

級州縣地方官員外，聯邦眾議院和參議

院亦會分別改選全部及1/3議席，民主共

和兩黨都展開最後衝刺，以搶奪未來兩年

對全國政局的主導權。將今次選戰視作

2020年大選前哨戰的總統特朗普，前日啟

程展開8州巡迴活動，為共和黨候選人兼

自己連任造勢。他在首站佛羅里達州拉

票時，再次企圖炒作移民議題，揚言

要向美墨邊境大幅增兵至1.5萬人，

以阻截非法移民湧入，較國防部此

前提出的數字大增約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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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在拉票行程首站的佛羅里達
州，即提出移民議題的激進主張，或反
映共和黨在中選選情告急。路透社民調
顯示，共和黨佛州聯邦參議員候選人斯
科特，支持度落後角逐連任的民主黨現
任參議員納爾遜5個百分點，民主黨州
長候選人吉勒姆亦在民調領先，有望成
為佛州首名黑人州長。
特朗普在拉票活動中大打種族牌，批
評吉勒姆是「種族社會主義者」，將令
佛州變成委內瑞拉，又提出向邊境增兵
和進一步減稅，希望催谷支持者投票。
民主黨亦有望取得佛州最少6個爭持激

烈的眾議院席位，增加重掌眾議院控制
權的機會。
由於特朗普曾公開支持共和黨佛州州

長候選人德桑蒂斯，州長選舉結果亦可
反映特朗普現時在佛州的支持度。佛州
是美國總統大選最關鍵搖擺州之一，若
特朗普喪失當地民意支持，2020年角逐
連任的難度恐大增。

佐治亞州或首誕黑人女州長
民主黨在佛州的分支正積極催谷年輕

人和少數族裔投票，前總統奧巴馬今日
亦會到佛州，為吉勒姆和納爾遜站台。

另一中選重要戰場佐治亞州，民主黨
的艾布拉姆斯正力爭成為美國首名黑人女
性州長，奧巴馬和另一前總統卡特、名嘴
奧花雲費等人近日分別為她站台。共和黨
同樣極重視佐治亞州選情，特朗普和副總
統彭斯均會前往該州，為該黨候選人肯普
拉票，使當地連日來星光熠熠。
佐治亞州自1998年以來，便不曾選出

民主黨籍州長，且自1996年總統大選以
來，共和黨候選人都會在當地勝出，但兩
黨近數屆差距正逐漸收窄，使艾布拉姆斯
有機會率領該州「由紅轉藍」。

■路透社

特朗普力保大選重地

美國嚴重槍擊案近年有增無減，全國
支持槍械管制的呼聲高漲，即使是支持
擁槍不遺餘力的全國步槍協會(NRA)，
似乎亦打算暫避鋒芒。資料顯示，作為

共和黨主要金主的NRA，至今只在中期
選舉投放1,100萬美元(約8,623萬港元)，
不足2014年中選的一半，更遠少於前年
大選。

相反，支持槍械管制組織的選舉開支
則大增，是現有選舉財務法例下，NRA
中選開支首次少於槍管組織。

■美聯社

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聲稱會
透過行政命令，禁止在美國出
生的「雙非」嬰兒自動獲得公
民身份，被指違反憲法第14
修正案。他前日再在twitter發
文，質疑第14修正案不適用

於非法移民子女，更聲言會一路抗爭到最高
法院。
特朗普批評，出生公民權令美國蒙受數十

億美元損失，對國民非常不公平，強調無論
如何都會將其廢除。他指出第14修正案第一
款的「受其(美國)管轄的人」，並不包括非法
進入美國的父母及雙非嬰。特朗普表明會一
路抗爭到最高法院，「這件案將由聯邦最高
法院定奪！」一般認為，「受其管轄的人」
是指除擁有外交豁免權的外交官以外，所有
受美國司法制度管轄者，包括非法移民。
前聯邦檢察官馬里奧蒂估計，特朗普可能

覺得最高法院會改變對第14修正案的解
讀，讓他得以透過一紙行政命令廢除出生公
民權，但他認為第14修正案的條文非常清
晰，法院不大可能作出不同解讀。
特朗普廢除出生公民權的企圖引起各界抨

擊，包括共和黨籍的眾議院議長瑞安，特朗
普前日批評瑞安對出生公民權「一無所
知」。 ■綜合報道

誓廢雙非嬰公民權
抗爭至最高法院特朗普由前日起連續6日展開拉

票行程，走訪8個州並出席11
項活動，為共和黨參議員和州長候
選人作最後衝刺。特朗普前日在
佛州邁爾斯堡聲稱，國民關注非
法移民湧入美國，他因而派出軍
隊到邊境，「我們有5,800人，會
增至1萬至1.5萬人。」他更帶領
集會群眾高呼「興建圍牆」的口
號，支持在美墨邊境設立圍牆。

稱建「人牆」震驚國防部
特朗普其後形容，要在邊境建立「人

牆」阻截非法入境者，又稱非法移民隊伍
中有不少壞人，「他們不是天使……很危
險」。他形容美軍已作好準備，阻止非法
移民入境。
國防部周二表示，將向美墨邊境加派

5,200名士兵，使駐邊境士兵增至7,000
多人。特朗普未有透露在新計劃中，國
民警衛軍所佔人數，但若駐兵規模增至
1.5萬人，跟美國派往阿富汗的部隊人數
相若。據報特朗普的言論令國防部感到震
驚，國防部長馬蒂斯在特朗普出席活動前強調，不
會讓軍隊淪為政治噱頭，否認向邊境派駐部隊與中
選有關。
最新一波中美洲移民隊伍距離美墨邊境仍有

1,600公里，人數亦只有5,000多人，特朗普宣佈派
出的軍隊人數顯然不成比例。特朗普否認散佈恐
慌，或以非法移民問題達至政治目的，批評傳媒低
估非法移民人數，「非法移民人數比報道中多得
多，我很擅長估算人數。」

批奧巴馬簽署DACA違憲
特朗普亦重申，將廢除在美國出生嬰兒自動享有

公民權的安排，聲稱出生公民權不受憲法第14修
正案保障，又把建議與前總統奧巴馬簽署的「童年
抵美者暫緩遣返」(DACA)行政命令相比，稱奧巴
馬同樣能簽署被共和黨指控違憲的命令。特朗普又
批評此前質疑他的眾議院議長瑞安，稱對方應集中
精力保住共和黨在眾院的控制權。
民主黨猛烈批評特朗普屢次以軍隊作政治籌碼，

該黨參議員萊希指出，特朗普根本沒權命令軍隊執
行美國法律，此舉只會令納
稅人為特朗普的主觀意
志，賠上數以百萬美元計
開支。 ■美聯社/路透社/

法新社

近年全球反移民聲音高漲，美國總統特朗
普更不斷借移民問題大做文章，煽動恐慌排外
情緒，不過這些非法移民跨越重洋尋找新生的
背後辛酸，卻在一片移民爭論中被淹沒。美聯
社的統計調查發現，自2014年起全球至少有
5.68萬名非法移民在離鄉別井途中死亡或失
蹤，當中前往美國途中死亡或失蹤的移民便有
3,861人。
2017年6月，義工在亞利桑那州沙漠地帶發

現8具經已腐爛的非法入境者屍體，其中兩人
可能就是2016年8月從墨西哥嘗試步行偷渡
到美國後、失去音訊的一對姻兄弟，他們的親
人只能透過義工組織在社交網站張貼的照片，
從屍體的姿勢和遺物認出死者身份。不少偷渡
到美國的中南美洲居民都像他們一樣，即使進
入美國後，仍然需要逃避追捕，不少人最終會
選擇向邊防人員自首並被遣返，但部分人卻可
能在逃走途中不支餓死。 ■美聯社

非法移民悲歌 3800人赴美途中喪命

■■薩爾瓦多非法移民向薩爾瓦多非法移民向
美國進發美國進發。。 法新社法新社

■■美軍被指淪為政美軍被指淪為政
治噱頭治噱頭。。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美軍帶同大量物資出美軍帶同大量物資出
發南部邊境發南部邊境。。 法新社法新社

共和黨佛州告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桂煬）美國
2016年大選時，部分當地華人曾組織特
朗普後援會，甚至租飛機拉廣告助選，
令華人傾向民主黨的說法受到考驗。香
港文匯報找來當年發動後援會、現任特
朗普籌款專員的華裔商人樓新躍接受訪
問，評論對特朗普的兩年施政。
樓新躍表示，儘管中美關係變得緊

張、華府收緊移民政策，但他依然是
「死忠粉」，滿意特朗普施政。他解釋
說，特朗普反對非法移民入境，是恢復
法治社會的舉動，民主黨人在這點上反
而是失去「常識」，不切實際地希望完
全打開門戶，實質是損害美國利益。對
於移民家庭被迫分離的場景，樓認為這

是制度下「不人道」，但背後有其法律
根基。

樂見華府控哈佛歧視亞裔
華人重視教育，哈佛大學爆出歧視亞

裔醜聞，成為社會議題。樓新躍稱，美
國司法機關就此提出控告，顯示華府未
有如主流美國媒體所說的排外，更令華
人在心中對政府加分。他認為美國應按
其需要吸納有才華的移民，循合法渠道
移民美國的華裔，其實不會與特朗普施
政產生衝突。
他表示，華人傾向民主黨的印象部分

源自於以往華裔民主黨候選人較多，但
共和黨華人參政議政其實自2016年亦急

起直追，早前
民主黨重鎮休
斯敦舉行的共
和 黨 政 治 集
會，竟出現了
萬人空巷的場
面便是例證。
雖然中期選舉
多由反對派獲勝，但樓新躍認為特朗普
善於打破常規，民主黨亦非沒有風險。
對於槍械管制，樓新躍坦言共和黨有

可改進的地方，他支持受憲法保障的擁
槍權，但同時認同槍支和毒品有氾濫情
況，需收緊重型武器的使用，以及加入
心理評估等背景調查。

專訪華人「死忠」滿意特朗普施政

■■樓新躍出席特朗普樓新躍出席特朗普
集會集會。。 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

NRA中選開支首遜反槍組織


